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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中国社会将其社会成员依其职业粗分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以士为首而

以商为低。19 世纪中叶以降，大批华族多数移居东南亚，由于此地大多为欧洲各国的

殖民地，在英属马来亚及英属婆罗洲地区，不少前往此地的华族，从事各项工商业甚至

农业活动，由于当时缺少科举取士或选举参政等向上社会流动的机制，许多华族人士遂

在其社会中寻求建立其地位，不少成为富商之后，依据原乡上的传统价值，以各种方式

取得衔头，以尊崇其社会地位。清廷所赋予的官衔与殖民地给予的衔头及勋章成为华族

社会的声望和地位的表征，当地华族社会也常以头衔称谓彰显其社会身分及地位。早在

沙巴加入马来西亚之前，其华族社会的发展，即与其他马来亚地区有许多相似之处，当

地华族亦依其原乡祖籍或方言群，各自创立及经营会馆、学校及其他不同性质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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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其领导人物的姓名加上丹斯里、拿督、局绅、博士等各种衔头，以显示其社会地位

之尊荣，本文拟以沙巴华族社会为个案，探讨马来西亚华社领袖拥有衔头的现象。 

 

    关键词：沙巴华族、勋衔、尊称、头衔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soci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onsisted of shi(scholars), 

nung(peasants), kung(laborers) and shang(merchants). The laborers and merchants had been 

regarded as lower peoples.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many so-called lower people went to 

the British Malaya for living. Following the upwards social mobility in homeland, rich 

Chinese in Malaya began to earn as well as purchase honorary titles and medals to express 

their different status in society. In 1963, Sabah became a state in Malaysia, many Sabah 

Chinese, by various ways, received honorary titles and medals from the Heads of Sabah State 

and Malaysia. This is a paper to study the titles and medals of the Sabah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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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传统中国社会将其社会成员依其职业粗分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以士为首而

以商为低。19 世纪中叶以降，大批华族移居东南亚，主要在欧洲各国的殖民地谋生，

在英属马来亚及英属婆罗洲地区，不少前往此地的华族，从事各项工商业甚至农业活动，

由于当地缺少科举取士或选举参政等向上社会流动的机制，许多华族人士遂在其社会中

寻求建立其地位，不少成为富商之后，依据原乡的传统价值，以各种方式取得衔头。清

廷所赋予的官衔与殖民地给予的衔头及勋章，1在华族社会成为声望和地位的象征，故

许多社团的领导人物，会附上各种称谓，也常依获得衔称的难易或付出财富的多寡，作

为当地华族社会阶层的凭据。   

直至今日，今日马来西亚华社仍常以勋衔、名称视为其社会声望、身分及地位的指

标。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对有功于国及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物所授予的勋衔常常会被加

予简称，有时也会以华文加予翻译，2例如：Seri Maharaja Mangku Negara，简称 SMN，

华文翻译为“护国领袖荣誉勋章”，Seri Setia Mahkota，简称 SSM，华文译为“皇室英

明领袖荣誉勋章”，受勋者皆可在姓名前冠上“敦”(Tun)的尊称；Panglima Mangku 

Negara，简称 PMN，华文翻译为“护国领袖勋章”，Panglima Setia Mahkota，简称 PSM，

华文翻译为“效忠领袖勋章”，受勋者皆可在姓名前冠上“丹斯里”(Tan Sri)的尊称；
3
Panglima Jasa Negara，简称 PJN，华文翻译为“贡献国家勋章”，Panglima Setia Diraja，

                                                      
1
 新加坡侨领自 1846 年的陈笃生至 1897 年的林文庆，共有 11 个人在二十世纪之前就由英殖民地政府授

于太平局绅(Justice of the Peace, JP)称呼，有关马来亚华族在中、英取得的衔头、勋章、官衔等，见杨

进发作，陈万发译，〈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颜清煌作，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

华族领导层(1877-1912)》，收入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

生协会，1972），页 44-45、71-87。 
2
 似因各地主要方言群的差异，华文译名常有不同。 
3
 2009 年 6 月 6 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授于曾任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 PMN 丹斯里勋衔。该资料特别

注明，黄家定所得到的是 PMN 丹斯里，与一般授于卓越企家家或高级公务员的 PSM 丹斯里不同，见

黄文斌、叶汉伦编，《做事、做官、做人》（吉隆坡：嘉阳出版社，2011 年增订本），封里、页 18。

2009 年 12 月 12 日黄家定曾在早餐时亲告著者，他所得到的是 PMN 丹斯里。2010年 12 月 4 日，时任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慕达控股公司董事主席的林源德，亲付其名片给著者，其勋衔为

丹斯里、拿督，获颁的勋章为 PSM、JMN、DMPN(Darjah yang Mulia Pangkuan Negeri)及 DJN(Darjah J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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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PSD，华文翻译为“效忠皇室勋章”，受勋者皆可在姓名前冠上“拿督”(Datuk)

的尊称；此外，尚有 Johan Mangku Negara(JMN，“护国勇士勋章”)、Kesatria Mangku 

Negara(KMN，“效忠勇士勋章”)、Pingat Pangkuan Negara(PPN，“护国勇士奖章”)

等勋衔。4各州苏丹或州元首也会授于相关人士 Dato（亦译称为拿督）的尊称及其他不

同类别的勋衔，例如：Pingat Ibrahim Sultan(PIS，“苏丹依布拉欣奖章” )。5 

在英属北婆罗洲时期，沙巴因无世袭皇室而无 Tunku 或 Raja 等王室勋衔，当局为

便于统治而赋予华人领袖“甲必丹”(kapitan)等头衔。1963年 9月，北婆罗洲以沙巴之

名，6成为马来西亚一州后，沿袭马来半岛的作法，其州元首具有封赐各类勋衔的权力，

故自同年 10 月 1 日，颁布该州勋衔分为“一等神山奖章”(The Illustrious Order of 

Kinabalu First Grade, Panglima Darjah Kinabalu)及“二等神山奖章”(The Illustrious Order 

of Kinabalu Second Grade, Ahli Darjah Kinabalu)两项，前项受勋者可在姓名前冠上“Datu”

的尊称，并须在姓名之后附上 PDK 字母，后项受勋者仅能在姓名之后加上 ADK 字母。
7首批获颁一等神山奖章的沙巴华人为时任州议员的邱锡洲、李永兴及赖恩光 3 人。8随

着封赐对象的扩增，1965 年 8 月 3 日沙巴州议会又宣布通过增设第三级勋衔，命名为

Bintang Kinabalu。9现今，由沙巴州元首封赐的勋衔，包括：SPDK(Seri Panglima Darjah 

Kinabalu)，华文翻译为“神山领袖勋章”，简称“拿督斯里邦里玛”(Datuk Seri 

Panglima)；PGDK(Panglima Gemilang Darjah Kinabalu, “神山辉煌勋章”)，俗称为拿

督；JP(Jaksa Pendamai，“太平局绅士”)，俗称“局绅”；此外，尚有 Ahli Seita Darjah 

                                                                                                                                                                     
Negeri)。 

4
有关马来西亚联合邦政府所颁授的勋衔，参见： Bahagian Istiadat dan Urusetia Persidangan 

Antarabangsa(BIUPA), “Persekutuan Susunan Keutamaan Darjah Kebesaran, Bintang dan Pingat. ” Retrieved 

25 May 2020 from http://www.istiadat.gov.my/ext_mod/dkn.php?id=13. 
5
 有关勋衔的华文译称，曾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及 2020 年 3 月 20 日请马来西亚吉隆坡雪隆福建会馆署

理主席林忠强，2019 年 11 月 3 日及 2020 年 3 月 18 日请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学务长陈秋平两位提

供及核对。 
6
〈北婆今起实行自治正式易名为沙白州〉，《南洋商报》1963 年 8 月 31 日，版 13。 
7
 “ Symbol of Kinabalu in Sabah’s Highest Order, ” The Straits Times, 2 Oct 1963, p. 5;“ Sabah’s First 

Honours, ” The Straits Times, 14 Nov 1963, p. 20；〈沙巴官方颁布受封人士称号〉，《南洋商报》1963

年 11 月 26 日，版 9。当时沙巴州采用的尊称确为“Datu”，而非 Datuk 或 Dato。 
8
〈沙巴元首殿下赐封九位有功议员一等神山奖章〉，《星洲日报》1963 年 11 月 18 日，版 21。详细的

受奖名单，另见〈马来西亚八十有功人士荣获沙巴元首封赐〉，《南洋商报》1963 年 11 月 18 日，版

15。 
9
 “ Sabah: More Datos and New Order” , The Straits Times, 4 Aug 1965,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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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abalu(ASDK，“神山效忠勋章”)、Ahli Darjah Kinabalu(ADK，“神山表扬勋章”)、

Bintang Setia Kinabalu (BSK, “神山效忠星章”)、Bintang Kinabalu(BK, “神山星

章”)、Pingat Perkhidmatan Terpuji(PPT, “优良服务奖章)、Sijil Kinabalu(SK，“神山

奖状”)等；10二战前华族社会普遍的甲必丹头衔，也依然保留，其位阶虽较前述勋衔稍

低，却具有实质的基层地方行政权力，类似村长。11 

沙巴华族领袖似乎仿照马来半岛华族的习俗，以种种方式获得沙巴州或其他州元

首，甚至马来西亚联合邦最高元首所颁授的勋衔与尊称，以示其在社会上的尊崇；同时，

他们也常将医生、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职称，以及硕士、博士等教育机构所授予的学

位名称附上，甚至那些并未真正藉由学术工作所获得的学位，以及并未真正在军队任职

而获得的少校、中校、将军的军阶，亦会加注“荣誉”一词，附在姓名上。学者麦留芳

曾“为教人如何区辨头衔与个人名字”，在其《岛屿东南亚人名与称谓》书中第五章，

“简略的叙述”有关印尼、文莱、马来半岛及砂拉越等地有关皇室世袭或因在社会上具

杰出表现而获颁授的头衔，如 Tunku、Raja 或 Tun、Tan Sri、Dato、Datuk Sri，以及宗

教上如 Haji 这类意指完成全程麦加朝圣的头衔。12本文则以沙巴首府亚庇的福建及客家

两个重要方言社团及该州重要的跨方言社团之领导人物所常拥有的尊称及勋衔为例，探

讨当地华社领袖拥有衔头与尊称的现象，期能对沙巴华族社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沙巴华社福建及客家族群的重要方言社团 

沙巴的华社，尤其亚庇华社，基本上以福建人及客家人为两个重要的方言社团。13二

                                                      
10
 沙巴华社的勋衔名称，于 2019年 4月 1日经沙巴亚庇客联会秘书林廷美核对。沙巴勋衔常冠上 Kinabalu

一词，系源自于位在该州境内的东南亚最高山峰──神山(Mt. Kinabalu)。 
11
 2015 年 8 月 5 日，丹南客家公会会长黄泰明曾在餐会上告诉著者，甲必丹是当时华人的一个头目，黄

泰明的正式称谓为甲必丹黄泰明。 
12
 麦留芳，《岛屿东南亚人名与称谓》（台北：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中心，2003），页 7、9、41-52。 

13
 自 1881 年亚庇开埠以来，当地华人以操福建话(闽南语)或客语者最多，尤其福建人多经营土产粮食的

生意，实掌控亚庇的实业大权，见〈英属亚庇坡见闻录中华校讲义卷〉，《南洋商报》1928 年 7 月

11 日，版 20。亚庇福建会馆原系以操福建话的成员为主，后虽扩大让原籍福建行政区但非闽南人士

亦能加入，迄今亚庇福建会馆理事会开会时仍常以福建话为重要沟通用语。著者曾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2014 年 8 月 25 日、2015 年 8 月 11 日、2016 年 8月 30 日亲访亚庇福建会馆，拜会过前任理事主

席拿督刘国城与现任理事主席拿督叶参，他们皆强调福建话在社团里的重要性，原籍福建福州或汀州

地区的社员，也多能通福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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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战后，亚庇地区的福建乡亲于 1955 年筹办会馆，1957 年第一届理事会成立，14刘

养正被选为首任主席，另有林百语等 14 名理事。15刘养正一再连任理事会主席一职至

1969年，其后，林百语继任理事主席 4届 8年(1970-76)，再由理事陈德能接任理事主

席 2 届 4 年(1977-80)，并以杨开升为副主席。杨开升自 1981 年起担任第 14、15 届理

事主席(1981-84)，后由曾任第一副主席的陈友仁接任理事主席约计 11 届 22 年

(1985-2006)。刘国城担任第 27、28 届理事主席 2 届(2007-10)，后由叶参担任理事主

席至今(2011-19)。亚庇福建会馆理事会成员从第一届的 15员，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增

加，至今理事会成员已增加至 27 位。16亚庇福建会馆理事会成员自 1965年起，在姓名

上冠上勋衔与尊称，例如：在第 5届理事会(1963-64)名单上，主席刘养正仅列出姓名，

但自第 6 届(1965-66)起，列为“拿督刘养正”；在第 10 届理事会(1973-74)名单上排

位殿后的常务委员叶保滋，在第 11届理事会(1975-76)上，担任第 2顺位的名誉顾问，

排位在拿督方金木之后，他应已获得勋衔与尊称，因而被称为拿督叶保滋，至第 12 届

(1977-78)时，他成为首席名誉顾问，且已晋升为丹斯里叶保滋，排位在拿督林逢仪、

拿督方金木、拿督游铭珊、拿督林文庆及拿督庄铭深等名誉顾问之前。17 

 亚庇客家公会现为沙巴客家人最大的会馆，该会成立于 1940 年，原名北婆罗洲西

海岸客属公会，1947年更名北婆罗洲客家公会，至 1988年改为现名。战后该会第一任

会长为当时北婆罗洲官委立法议员和行政议员李道生，直至 1959 年 7 月他在美国病逝

为止，共任会长 11 届约 12 年。1962 年 4 月，时任官委立法议员的彭德聪获选为理事

主席，自此担任是职 8届 17年(1962年 4月至 1978 年 12月)。其后，叶毓秀继任第 20

届及 21 届理事主席(1979-82)；曾任副主席的张继明再接任理事主席两届(1983-86)；

曹德安自第 24届(1987-88)起担任 6届 12年的理事主席至 1998年底，再由曾任署理主

席的杨菊明出任第 30届(1998-2000)理事主席迄今(1998-2020)。18该会理事会规模不断

扩大，1962 年有 11 名理事，至 1963 年增至 19 名，1964 年再增为 29 人，到了 1970

年已增至 32 人，1976年 10月大会再把理事会成员数扩增至 35名。其理事会成员约自

                                                      
14
 当时的会馆资料里，常以“职员会”称呼理事会，但是负责人却以理事主席称之。 

15
 亚庇福建会馆，〈亚庇福建会馆简史〉，收入亚庇福建会馆，《沙巴亚庇福建会馆四一周年会庆特刊》

（沙巴亚庇：亚庇福建会馆，1998），页 22-23。 
16
 亚庇福建会馆，《亚庇福建会馆 2014 年会员大会》（沙巴亚庇：亚庇福建会馆，2014），页 1-2; 亚

庇福建会馆，《沙巴州亚庇福建会馆亚庇建国中学董事会手册 2017-2019》（沙巴亚庇：亚庇福建会

馆，2017），页 14-27。 
17
 亚庇福建会馆，《亚庇福建会馆五十周年庆典纪念特刊》（沙巴亚庇：亚庇福建会馆，2007），页 43-50。 

18
 亚庇客家公会，《亚庇客家公会三禧庆典纪念特刊 1940-2000》（沙巴亚庇：亚庇客家公会，2000），

页 69-78; 客 家 委 员 会 ， 〈 亚 庇 客 家 公 会 简 介 〉 ：

https://global.hakka.gov.tw/90/cp.aspx?n=A8CE31FF760C75F1（2018 年 9 月 30 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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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起在姓名上增列勋衔与尊称，例如：主席彭德聪在第 12 届理事会(1962-63)名

单上仅列其姓名，自第 13 届(1964-65)起列为“拿督彭德聪”；继任第 20 届(1979-80)

理事主席的叶毓秀，到第 21 届(1981-82)时列为“拿督叶毓秀”；第 22 届(1983-84)

理事主席张继明，到第 23届(1985-86)时列为“拿督张继明”。19 

1982 年，位于亚庇、山打根、根地咬、丹南、保佛、斗湖、斗亚兰县及古达的客

家社团，为能加强彼此间的情感与联系，共组“沙巴客家公会联合会”，简称沙巴客联

会，其后陆续有拿笃、吧巴、兰脑县、纳闽、古达毛律、必打丹县及兵南邦县等地客家

公会加入，20现有 13 个属会。沙巴客联会第 17 届理事会(2018-2021)共有 41 位成员，

除总会长及署理总会长，尚有 13位副总会长，由各属会会长担任，包括：拿督杨菊明、

拿督杨仕平、拿督谭育良、拿督罗恩贤、拿督周惠卿、张志华医生、拿督斯里陈建燊大

律师、甲必丹黄泰明等人。21
 

三、沙巴华社重要的跨方言社团 

 囊括亚庇华族各方言群体的亚庇中华工商总会，成立于 1911 年 8 月，原称“亚庇

中华商会”，后为容纳更多的商业团体，于 1975 年易名为“亚庇中华总商会”，并随

着亚庇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于 1991 年再改名为“亚庇中华工商总会”。该商会成立之

初，会员仅 50位左右，1935年时增至 200人，随着会员人数逐年增加，会员的范围也

从市区扩展至邻近各埠。22由于二战期间亚庇市区承受炮火的破坏，战前中华商会资料

几乎遗失，依现存资料仅知首任会长为陈三才，继任者有黄添全、陈三龙等人，23另据

新闻报导，该会于 1926 年 1月选出的新任会长吴金水，“深谙英语”。24 

1950 年时，亚庇中华工商总会理事长为曾庆德，副理事长为章谦，另有财政、公

关/调解、募捐/总务、福利及一般理事，有“拿督”黄子发、“拿督”刘养正、李道生、

凌汉松、谢育德、吴益昌与陈秀文等。1962年至 1963年的理事长为“拿督”彭德聪，

副理事长为谢玉堂博士、“拿督”黄子发，财政为“拿督”方金水，其他有“拿督”罗

国泉、“拿督”赖恩光、“拿督”何永林、“拿督”林逢仪、“拿督”刘养正、林子英

                                                      
19
 亚庇客家公会，《亚庇客家公会三禧庆典纪念特刊(1940-2000)》，页 80-81。 

20
 沙巴暨纳闽直辖区客家公会联合会(客联会)秘书处，〈沙巴暨纳闽联邦直辖区客家公会联合会简史〉，

2015 年 8 月 3 日提供。 
21
 沙巴暨纳闽直辖区客家公会联合会(客联会)秘书处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提供。 

22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沙巴亚庇：亚庇中华工商总会，

2015），页 25。 
23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页 26。 

24
 〈亚庇商会得人〉，《南洋商报》1926 年 2 月 3 日，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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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5然而，这些冠在姓名前的拿督尊称，实是这些人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之后才获

得的。根据 2015年出版的《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详载拿督斯

里邦里玛陈友仁局绅、拿督斯里邦里玛黄国博士、拿督彭德聪，以及陈三才、李道生、

拿督黄子发、谢玉堂博士等 17 位业已过世的永久名誉会长，并在其勋衔与姓名之前注

上“(故)”字，以资悼念，26另亦详列拿督苏孝添、拿督陈瑞孚、拿督方振成、拿督张

观辉、拿督林华开等 8 位当时健在之名誉会长的姓名、勋衔与尊称。27该特刊尚收录来

自马来西亚各地中华商会会长的贺词，这些贺词上都注明致贺者之尊称，例如：马来西

亚中华总商会会长丹斯里钟廷森、吉兰丹中华总商会会长吴智儒局绅、马六甲中华工商

总会会长拿督刘柏鑫局绅、巴生中华总商会会长梁家兴博士、柔佛中华工商总会会长丹

斯里拿督林峇博士、美里中华商会会长拿督沈福源、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丹斯里拿督陈

国平局绅、仙本那中华商会会长丹斯里拿督邦里玛颜少华局绅、古达中华商会会长甲必

丹白志荣、斗湖中华商会会长拿督叶游生硕士及斗亚兰中华商会会长陈金明局绅等。28 

    1974 年 9 月，沙巴地区的福建籍人士依照原乡中国福建省的行政区画，成立“沙

巴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福联会），其第 1 届(1975-76)及第 2 届(1977-78)的主席为

拿督郑志雄，第一副主席为亚庇福建会馆代表，第二副主席为斗湖福建会馆代表；第 2

届第一副主席为拿督方德源，第二副主席为拿督方金水，秘书长为陈君武律师。第 3

届(1979-80)主席为陈德能，第一副主席为拿督方德源、第二副主席为拿督王葆嘉博士。

第 4 届(1981-82)主席为拿督许春成，第一副主席为拿督高建祠，财政为拿督方德源。

第 5 届(1983-84)主席为拿督张彩成，第一副主席为拿督高建祠。第 6 届至第 14 届

(1985-2002)的主席为拿督陈友仁局绅，这段时期的第一副主席皆由拿督高建祠担任，

第 6届至第 13届(1985-2000)的秘事长为拿督陈瑞孚，第 14届秘事长为张春生。第 17

届(2006-2008)主席是张春生，第一副主席为拿督张明忠，理事成员中有拿督刘国城。29 

2009年 6月，沙巴州内祖籍为原乡中国广东省之同乡社团，包括：亚庇客家公会、

亚庇广肇会馆、西海岸四邑公会、亚庇潮州公会、沙巴州大埔同乡会及亚庇宝安同乡会

等 6个组织，亦为加强同乡的乡谊与团结，“提升同乡们的福梓，谋求州与国家种族间

之和谊”，而成立了“广东同乡会馆联合会”（沙巴广联会）。在第一届的纪念特刊中，

明列拿督斯里邦里玛黄国博士为永久名誉会长，而其女儿拿督黄小娟则为该会署理会

                                                      
25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页 47。 

26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页 44-45。 

27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页 60。 

28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页 14-21。 

29
 沙巴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沙巴亚庇：沙巴福建社团联合会，

2008），页 43-50、52、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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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30 

成立于 1992 年 7 月的沙巴国民型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沙巴董联会），团体成员包括

该州 88 间国民型华文中、小学校的董事会，其创办宗旨在于促进沙巴州各董事会间的

联系与合作，以共同策划各校的改进与发展。该会自第 1 届至第 3 届(1992-98)的执行

委员会主席由钱有立担任，第 4 届到第 6 届(1999-2002)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为拿督周伟

怀，第 7 届至第 10 届(2005-12)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则为拿督黄一鸣，该会自第 1 届

(1992-94)到第 9 届(2009-10)的信托人皆为拿督斯里邦里玛陈友仁。31除执行委员会之

外，该会尚设有名誉主席、名誉顾问、法律顾问等职衔，以第 8 届董事会(2007-08)为

例，名誉主席包括：拿督斯里邦里玛陈友仁局绅、拿督斯里邦里玛黄国博士、拿督谭业

成、拿督林保障及拿督吴添泉等 5 人，名誉顾问有拿督刘国城、邝国华局绅等 10 人，

法律顾问为拿督曹德安律师，义务律师为沈观泰律师及陈权芳律师。32至第 11届董事会

(2013-14)时，名誉主席人数增至 25 名，当中有 1 人具丹斯里尊称与勋衔，15 人具拿督

尊称与勋衔，1 人具硕士学位，1 人具律师资格；名誉顾问 19 名，当中有 2 人具拿督尊

称与勋衔，1 人具甲必单头衔，1 人为荣誉少校，1 人具博士学位；法律顾问 2 名。33 

四、讨论 

    首先，我们发现，沙巴华族重要社团的领袖都会在其姓名前注明其担任之职位、尊

称与勋衔。随着社团职位之变化，固然会更换其职称，勋衔与尊称的上升或增加，自然

也必修订或增列之。以亚庇福建会馆第 24届(2000-02)理事会为例，当时主席为拿督斯

里邦里玛陈友仁局绅 Datuk Seri Panglima Sari bin Datuk Haji Nuar SPDK, PGDK, JP；署

理主席是拿督陈瑞孚 Datuk Tan Sui Fu PGDK, KMN, ASDK；第一副主席是刘国城 Lau 

Kok Sing ASDK ADK；第二副主席是陈清志 Tan Ching Cgee ASDK, ADK；第三副主席

是叶参局绅 Clement Yeh JP；其他理事尚有林惠新博士 Dr. Ling Hie Sieng ASDK 等人；

3位名誉主席分别为拿督章家杰局绅 Datuk Chong Kah Kiat PGD, JSM, JP、拿督陈守仁

博士 Datuk Dr. Tan Siu Lin PGDK 及林华开 Ling Hua Kai ASDK, ADK；4位法律顾问则

                                                      
30
 沙巴州广东同乡会馆联合会，《成立庆典暨第一届理事会宣誓就职纪念特刊》沙巴亚庇：沙巴州广东

同乡会馆联合会，2009），页 3、7、12-14、18、23。 
31
 沙巴董联会，《沙巴国民型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沙巴董联)简介 2013-2014》（沙巴亚庇：沙巴国民型

华校董事会联合会，2013），页 2-5。 
32
 沙巴董联会，《沙巴国民型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沙巴董联)简介》（沙巴亚庇：沙巴国民型华校董事会

联合会，2007），页 2-10。 
33
 沙巴董联会，《沙巴国民型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沙巴董联)简介 2013-2014》，页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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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汤厚杰、李海凤、林凌芳及张志刚，全都附上律师名称。34第 28届(2009)理会事

成员共 27位，主席由拿督刘国城 Datuk Lau Kok Sing PGDK, ASDK, ADK 担任；署理主

席为荣誉少校拿督叶参局绅 Datuk Clement Yeh PGDK, JP；第一副主席是荣誉少校拿督

吴添泉 Datuk Goh Tian Chuan PGDK ASDK；第三副主席李宏武 Lee Hing Boo ADK；第

四副主席颜壔桉 Gan Thau Onn PJB，秘书长是黄家靖 James Wong ADK, BK，财政苏绍

强 Soo Shau Kiong ASDK, BSK, PPN；福利主任郑其雄 Tay Kee Hiong ADK；文教主任

钱久思 Chieng Kiu Sii ASDK；另外 11位理事也分别有 BSK、BK、ADK、ASDK 等各

种勋衔，仅 6位理事未附有勋衔，由于此时刘国城已取得可以冠上拿督尊称的封衔，其

姓名前后分别加注拿督与封衔 PGDK 的名称，叶参也附上荣誉少校、拿督与 PGDK 的

名称。35 

第 28届福建会馆理事会的两位永久名誉主席，分别是拿督里斯邦里玛杨开升 Datuk 

Seri Panglima Yeo Kai Seng SPDK, PGDK 及拿督斯里邦里玛陈友仁局绅；另有 3位名

誉主席，分别是丹斯里拿督章家杰局绅 Tan Seri Datuk Chong Kah Kiat PSM, PGDK, JSM, 

JP，拿督陈守仁博士及拿督林华开 Datuk Ling Hua Kai PGDK, ASDK, ADK；4位永久名

誉顾问中，有两位具有拿督的尊称与封衔，分别是拿督陈瑞孚 Datuk Tan Sui Fu, PGDK, 

KMN, ASDK；拿督苏孝添 Datuk John Su Haw Theng PGDK, ASDK, AMN,ADK；另两位

没有拿督尊称而只有封衔的是柯坤贤 Koh Kun Sen ADK 及刘双土 Lau Song Thu JSM, 

KMN, AMN, ASDK, ADK, BSN；汤厚杰、李海凤、林凌芳、张志刚及秦金荣等五位法

律顾问，全都附上律师名称，其中的汤厚杰与张志刚皆具局绅尊称与勋衔，前者全衔为

汤厚杰律师局绅 Thomas Thong JP，后者全衔为张志刚律师局绅 Teo Chee Kang ADK JP；

另外 3位名誉顾问分别是吴高善 Ngu Koh Sieng ASDK, ADK、陈清志 Tan Ching Chee 

ASDK, ADK、荣誉少校林惠新博士 Dr. Ling Hie Sieng ASDK。36 

到 2011 年时，叶参升任为福建会馆理事会主席，刘国城升任为永久名誉主席，与

杨开升、陈友仁并列，3 人皆注明其完整的勋衔与尊称。主席叶参已晋升中校，其全衔

为荣誉中校拿督叶参局绅 Datuk Clement Yeh PGDK, JP；署理主席由拿督黄双泉 Datuk 

Ng Song Chun PGDK, ASDK, ADK；3位名誉主席依旧是丹斯里拿督章家杰局绅、拿督

陈守仁博士及拿督林华开；永久名誉顾问中，除原有的柯坤贤、刘双土、陈瑞孚、苏孝

添等 4 位，又增加了吴高善及林恩新两位，他们都由 2009 年时的名誉顾问晋升为永久

名誉顾问，吴高善的勋衔依旧，林恩新则由荣誉少校林恩新博士改称为荣誉中校林恩新

                                                      
34
 亚庇福建会馆，《亚庇福建会馆 2001 年会员大会》（沙巴亚庇：亚庇福建会馆，2001)，页 1。 

35
 亚庇福建会馆，《沙巴州亚庇福建会馆亚庇建国中学董事会手册 2009-2010》（沙巴亚庇：亚庇福建

会馆，2009），页 17-30。 
36
 亚庇福建会馆，《沙巴州亚庇福建会馆亚庇建国中学董事会手册 2009-2010》，页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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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37到 2017 年时，永久名誉主席删去了已过世的陈友仁，剩下拿督里斯邦里玛杨开

升及拿督刘国城；5 位永久名誉顾问删去了过世的柯坤贤，补上丹斯里拿督林保障；3

位名誉主席，依然是丹斯里拿督章家杰局绅，拿督陈守仁博士及拿督林华开；名誉顾问

则为丹斯里拿督朱瑞强及拿督黄天恩。38 

亚庇客家公会第 37 届理事会(2013-14)名录中，有 3位永久名誉主席，分别是拿督

彭德聪、39拿督曹德安及拿督斯里邦里玛杨德利；40 8 位永久名誉顾问中，方振威、张

观辉、杨建中 3人均拥有拿督的尊称与封衔，李英辉则具 BK、BSK、ADK 勋衔，张锦

贵具 ASDK、AMN、ADK 勋衔；3 位法律顾问全注上律师名衔，其中有彭学和还具局

绅的尊称与封衔，陈国华具拿督的尊称与封衔；35 位理事会成员中，主席为拿督杨菊

明、署理主席为拿督杨仕平、第一副主席为拿督李坤才、第二副主席为拿督周惠卿、第

三副主席为荣誉少校郑成星局绅，其他的理事中，张思量具 ADK 封衔，凌观保具 PPM、

BSK、ADK 封衔，郑贤光具 ADK、MBA、BS 封衔，郭育建具 ASDK、ADK、BSK 封

衔。41第 39 届理事会(2017-18)成员中，理事主席为拿督杨菊明，署理主席为拿督杨仕

平，第一副主席是拿督李坤才，理事中有郑成星局绅等人，永久名誉主席一拿督曹德安

去世而仅存拿督彭德聪及拿督斯里邦里玛杨德利两名，永久名誉顾问增至 12 位，除原

有的方振威、张观辉、杨建中、李英辉、张锦贵、潘有、苏美发等外，增加了拿督杨爱

华、拿督陈树平、丹斯里拿督罗天君、拿督陈智琦局绅 Datuk Chin Chee Kee JP, PGDK, 

CA, FCTM, FCCA 及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刘瑞发局绅博士 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Dr. Andrew LiewSui Fatt JP 等人。42在第 40届理事会(2019-20)成员中，理事主席、署理

主席及第一副主席，分别仍然是拿督杨菊明、拿督杨仕平及拿督李坤才，理事中有郑成

星局绅及甲必丹江友强等，由于拿督彭德聪逝世，永远名誉主席仅存拿督斯里邦里玛杨

                                                      
37
 亚庇福建会馆，《沙巴州亚庇福建会馆亚庇建国中学董事会手册 2011-2013》（沙巴亚庇：亚庇福建

会馆，2011），页 7-17。2015 年 8 月 11 日上午，叶参在茶会时告诉著者，荣誉中校、拿督都是在社

会中的重要头衔。 
38
 亚庇福建会馆，《沙巴州亚庇福建会馆亚庇建国中学董事会手册 2017-2019》，页 10-11。 

39
 自 1962 年起担任亚庇客家公会理事主席的彭德聪，于 1964 年 9 月 3 日沙州元首庆祝 46 岁华诞时，获

颁一等神山奖章，冠拿督衔, 见〈沙州元首拿督穆士达发热烈庆祝四六诞辰〉，《星洲日报》1964 年

9 月 5 日，版 11。 
40
 2014 年 9 月 7 日，杨德利在午餐时亲告著者，他在英国念完法律，取得律师资格，但不少华族同胞并

不知道他的律师身份。 
41
 亚庇客家公会，《亚庇客家公会通讯录 2013-2014》（沙巴亚庇：亚庇客家公会，2013），页 4-10、

12-24。 
42
 亚庇客家公会，〈亚庇客家公会会史〉，收入《亚庇客家公会五禧庆典纪念特刊》（沙巴亚庇：亚庇

客家公会，2010），页 49；亚庇客家公会，《亚庇客家公会通讯录 2017-2018》（沙巴亚庇：亚庇客

家公会，2017），页 4-8、13-25。 



马来西亚沙巴华社领袖人物的尊称  

117 

 

德利，永久名誉顾问分别是拿督杨爱华、拿督陈树平、丹斯里拿督罗天和、拿督陈智琦

局绅及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刘瑞局绅荣誉博士。43 

2015 年 3 月沙巴客家大厦开幕时印制的《沙巴客家大厦开幕庆典手册》上，列出

的沙巴各地客家公会会长，如拿督杨菊明、甲必丹黄泰明、张志华医生、拿督谭育良、

拿督斯里陈建燊大律师等人，皆在姓名前后添加其所获得的尊称与勋衔；4位大会顾问

分别为拿督丘玉荣律师、拿督王平忠局绅、拿督曹德安律师、拿督郑福恩；执行顾问为

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刘瑞发局绅；大会主席为拿督谭育良；客联会永久荣誉会长、大

会执行顾问暨大厦庆典之夜主礼嘉宾为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刘瑞发局绅；历届会长有

拿督丘玉荣律师(1982-84)、拿督王平忠局绅(1985-90, 1995-96)、拿督曹德安律师

(1991-94, 1997-98)、拿督杨菊明(1999-2000)、拿督郑福恩(2001-12)及拿督谭育良等

(2012-)。44开幕大会当日，客联会还颁发 15 名永久荣誉会长、3 名永久名誉会长、7

位名誉会长、35位名誉顾问的敦聘状给 60位客家“乡贤”。45这些人士当中，有 27人

拥有可冠上拿督尊称的勋衔，例如：获邀担任永久荣誉会长的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刘

瑞发局绅博士与拿督丘玉荣律师，两人还分别被授与“沙巴客家精神领袖”及“沙巴客

家楷模”的名号；获邀担任永久荣誉会长的有拿督斯里邦里玛杨德利律师、拿督赖金来、

丹斯里拿督罗天和、拿督邱新强、拿督李善芳等人；获邀担任永久名誉会长者为拿督王

平忠局绅46、拿督曹德安、拿督邓福恩；获邀担任名誉会长者包含拿督林演业局绅、拿

督李约民、拿督斯里陈建燊大律师、拿督林福安、拿督彭恩祥等人；获邀担任名誉顾问

的有拿督谭育良、拿督黄玉信、拿督韩中立、拿汀罗美群、拿督周树声、拿督沈清玉、

拿督刘德泉、拿汀邹忆明、拿督罗惠明、拿督陈玉芳、张威香博士、拿督杨菊明、拿督

斯里邦里玛张玉扬局绅等。即使获邀者过世，他们的名字也仍然保留在客联会的顾问团

上，只是注上“已故”字样。47 

上述资料皆显示沙巴华族方言社团的重要人物，在不同时间、不同社团及不同场合

中，皆会一再地在其姓名前后注明其已获得的名称、勋衔及尊称。这种现象在跨方言的

                                                      
43
 亚庇客家公会，《亚庇客家公会通讯录 2019-2020》（沙巴亚庇：亚庇客家公会，2019），页 4、7-8、

12。 
44
 马来西亚沙巴暨纳闽直辖区客家公会联合会，《沙巴客家大厦开幕庆典手册》（沙巴亚庇:客联会，2015

年），页 11-13、17。 
45
 在沙巴客家大楼兴建时，这些客家政经领袖赞助相当多的财力，今日在客联会的顾问团名单中，所谓

“永久荣誉会长”及“永久名誉会长”的头衔，实依其捐献金钱之多少而授与，永久荣誉会长比永久

名誉会长的捐献多，他们的名字虽都被刻在竖柱上，但刻放的顺序却又隐示捐献多寡的差异。沙巴暨

纳闽直辖区客家公会联合会(客联会)秘书处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提供。 
46
 2014 年 9 月 1 日，时任古达培正中学董事长的王平忠提供其勋衔。 

47
 沙巴暨纳闽直辖区客家公会联合会(客联会)秘书处，《客联会顾问团通讯录》（201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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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亦是如此。例如：该会 1986 年的会长为拿督斯里邦里玛陈友仁局绅，

署理会长是拿督张观辉，担任副会长、秘书长、财政等职位的理事有拿督陈瑞孚、拿督

郑官华、拿督刘约章、拿督郑晋章、拿督苏孝添、拿督刘国城，一般理事有拿督林华开、

拿督方振盛等人，监事有拿督雷远生等 7 人。拿督雷远生于 2013 年继陈友仁之后担任

总会长，署理会长为荣誉中校林惠新博士，第一至第七副会长有拿督周惠卿、荣誉少校

郑成星局绅等，另有秘书长、担任财政、工商等职位的理事以及一般理事，包括：林克

光、拿督林雅敏、拿督张春金、拿汀汪永芳、李邦才局绅等人。48 

至于广联会，在 2013 年举行的第 2届第 1次会员代表大会中，特设有 12名永久名

誉顾问，包括：拿督斯里邦里玛杨德利、拿督丘玉荣、拿督彭恩荣、拿督丘克海、拿督

方振威、丹斯里皇家拿督古润金局绅 Tan Sri Dato’ Paduka Koo Yuen Kim, JP、丹斯里拿

督斯里邦里玛刘瑞发局绅、丹斯里拿督刘荣华准将、拿汀斯里邦里玛黄曾四妹(已故拿

督斯里邦里玛黄国博士之妻)、拿督陈智琦局绅、拿汀周赖秀琼等。49在 2014 年广联会

5周年特刊中，罗列 11 名永久名誉顾问，包括：拿督斯里邦里玛杨德利，拿督丘玉荣、

拿督彭恩荣、拿督丘克海、丹斯里拿督刘荣华准将、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刘瑞发局绅、

拿汀斯里邦里玛黄曾四妹、拿督陈智琦局绅等。50 

其次，由于 1963 年 9 月沙巴成为马来西亚州属，随即仿照西马的作法，设置不同

等级的勋章，不少社团领袖陆续获封勋衔以及尊称，故此后出版的各华族社团手册、特

刊、通讯录上，会在已受勋者的姓名前后注上其尊称与勋衔。尤有甚者，2015 年时，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似因许多理监事已获封勋衔，勋衔层级高者甚至取得尊称，故在当年

度出版的特刊中收录的早期理监事名单里，依照当时各理监事已获得的勋衔，特将他们

实是在独立后经过多年才获得的尊称一一添挂在姓名上。51 

2008年出版的《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特为当时已获得勋衔及

尊称的人士，附上穿戴戎装与勋章的肖像，并刊载记述其生平事迹的小传，一方面彰显

其通过一番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另方面也以其充满奋斗精神的经历，勉励与

启发读者。例如：出生福建莆田而在沙巴斗湖经商发迹的拿督方德源，因勤劳且具有胆

意，把小公司扩张为营业额达数十亿巨型企业，同时也在当地创立育进公学，并与其他

热心华教人士创办巴华中学，为当时失学的华小毕业生提供升学的机会，且担任巴华中

                                                      
48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页 52-58。 

49
 沙巴州广东同乡会馆联合会，《第 2 届会第 1 次员代表大会报告及资料》（沙巴亚庇：沙巴州广东同

乡会馆联合会，2013），页 6。 
50
 沙巴州广东同乡会馆联合会，《5 周年纪念庆典》（沙巴亚庇：沙巴州广东同乡会馆联合会，2014），

页 9-19。 
51
 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创会世纪特刊 1911-2015》，页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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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董事长多年，1991 年获得沙巴州元首的封赐，取得拿督斯里邦里玛的尊称，1997 年

逝世。因此在特刊出版时，以“已故拿督斯里邦里玛方德源”称之。祖籍福建安溪，出

生于 1939年的拿督杨开升，以制轮胎业发迹，在 1980年代积极参与教育及福利工作，

先后担任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会长、亚庇福建会馆理事主席、亚庇建国中学建校委员会主

席等职，1983 年获沙巴州元首颁 PGDK 封衔与拿督尊称，后又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颁

AMN、KMN 勋衔，1997 年再获沙巴州元首颁 SPDK 封衔，取得拿督斯里邦里玛的尊

称。
52
 

在特刊刊载的照片里，与妻子穿戴勋章盛装入镜的拿督刘养正，1912 年出生于福

建安溪，在沙巴吧巴从事杂货生意，经商有成后，也投身慈善、福利及教育事业，曾参

与亚庇福建会馆的创立及亚庇建国中学的倡办，在 1970 年代先后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颁 PPN 建国有功纪念勋章，沙巴州元首封 ADK、ASDK 勋衔，1974年又获沙巴州元首

授于 PGDK 封衔。53虽然刘养正在 1974 年才因获得 PGDK 勋衔，始可在姓名之前冠上

拿督的尊称，但在特刊中的人物小传里，始终以拿督刘养正称之。54特刊亦收入拿督刘

养正三子拿督刘国城穿着戎装并配挂勋章的照片与小史。拿督刘国城于 1945 年 5 月出

生于沙巴，高中毕业后曾前往吉隆坡读短期商业课程，随后随父经商，经数十年的经营，

事业兴盛，现为金德昌集团董事主席及董事经理，属下有十多家公司，业务遍及沙巴各

地。他也曾担任亚庇福建会馆理事主席、亚庇中华工商总会第一副会长、亚庇建国中学

第二副董事长、沙巴福建社团联合会财政。由于有功于社会，由沙巴州元首颁赐 BK、

ADK、ASDK 勋衔，2004 年再得到沙巴州元首封赐的 PGDK 勋衔及拿督尊称。刘国城

的长子毕业自英国林肯学院法律系，是位律师，现任职金德昌集团总经理，次子为医生，

女儿为医生，都具有证明其专业能力资格的名衔。55 

    特刊中收录的名人中，尚有：1935年 10 月出生于祖籍福建诏安的拿督许春成，以

木业起家，先后担任过斗湖中华商会会长、斗湖福建会馆主席、巴华中学永久名誉董事

长，得到过沙巴州元首拿督勋衔及最高元首封赐的 KMN 勋章。56拿督郑晋卓局绅，1942

年 6 月出生于福建永春，附有夫妇及本人盛装勋章的相片，他于 1967 年自台北政治大

学毕业，返回沙巴后，先后担任丹南崇正中学校长、保佛中华商会副会长，1976 年得

沙巴州元首颁予 BSK 勋章，1982年再获 ADK 勋章，2002年得 PGDK 勋衔与拿督尊称。

                                                      
52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22-125。 

53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26-127。 

54
 亚庇福建会馆，《亚庇福建会馆五十周年庆典纪念特刊》，页 44。 

55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30。 

56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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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拿督吕尚桂博士，祖籍福建南安，自修学业，在沙巴从事木材商业，从事三夹板进出

口买卖，曾任山打根福建会馆主席、山打根双修中小学名誉顾问，获彭亨州苏丹及沙巴

州元首封赐，取得可冠上拿督尊称的勋衔，他也获得英国伦敦商业大学荣誉博士的头衔。

在其小史中，附有其配戴勋章，穿着戎装的照片，并一再以“拿督吕尚桂博士”称之，

并特别注名其全衔为“Datuk Dr. Lee Song Kui, PGDK, DIMP, PH.D. BUS(Hon).”。58拿督王

葆嘉博士，1928 年出生于福建永春，少年南来，经营木业、酒店及发展房地产，1974

年获英国商业学院名誉博士的头衔。59祖籍福建福州的拿督吴添泉，原本任职于沙巴警

察总部并升任至代助理警监，退役后经商有成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担任过沙巴国

民型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名誉顾问多年，于 2001年受委为大马皇家后备军队荣誉少校衔，

2006 年获沙巴州元首颁 PGDK 勋衔与拿督尊称，故特刊中以“荣誉少校拿督吴添泉”

称之。60出生于 1949年 4 月，祖籍福建福州的荣誉少校林惠新博士，也附有配戴少校军

阶肩章的戎装相片，小史上记述其在经商之余，活跃于沙巴州社团，前后担任过沙巴印

务商公会会长、亚庇福建会馆副主席、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获颁 ASDK 勋衔、

Mej(K)荣誉少校衔、DBA(Hon)荣誉商业博士衔，其 6 名子女多具学业表现，分别取得

法学硕士学位、英国会计学文凭、会计学士学位、SPM 文凭等资格，特刊上也一再以

“荣誉少校林惠新博士”称之。61  

不可否认的，那些因接受政府津贴而将教学媒介语由原先的华语文改为英语文，后

再改成以马来语文教学的国民型中学，以及今日重视马来语文的国民型小学，它们的董

事会亦如同强调华族方言的社团一样重视尊称。例如：从原为华文中学的亚庇中学，于

1971 年正式改制成为以马来语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中学，2009 年为庆祝创校一甲子

而出版一本纪念特刊，特收录历届董事会、校政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如这些董事已取得

封衔、尊称或证明其学力的头衔，则其姓名都会附上尊称及学位名称，已过世者也会注

明“已故”的字样。从 1950 年到 2009 年，历任董事会成员计有已故拿督黄子发、已故

拿督刘养正、已故拿督罗国泉，拿督彭德聪、拿督杨来添、拿督陈友仁、拿督邱陶正、

拿督陈沛武、已故拿督林逢仪、已故谢玉堂博士、拿督方金水、拿督方振威、拿督陈瑞

孚、彭学和局绅，拿督陈章川、拿督张联发、拿督黄海明等人。62该校的校政委员会主

                                                      
57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33。 

58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39。 

59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41。 

60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44-145。 

61
 沙巴州福建社团联合会，《沙巴州暨纳闽直辖区福建社团与乡贤录》，页 146-147。 

62
 亚庇中学创校 60 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亚庇中学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49-2009)》（沙巴

亚庇：亚庇中学，2009），页 25。 



马来西亚沙巴华社领袖人物的尊称  

121 

 

席自 1982年起迄 2009年间，则分别由拿督斯里邦里玛杨开升及拿督斯里邦里玛陈友仁

局绅担任。显示这个以马来语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中学，其华族领袖人士仍以勋衔、

尊称、名衔为重。 

著者认为，今日华族社团领袖的头衔，大致上可以分成几类：来自国家最高元首或

各州元首、苏丹的封衔，或代表学历、个人专业技术能力的头衔；不是所有勋衔都能配

以独特的尊称，只有获得层级较高的封衔者，才可以依规定在其姓名前后冠上敦、丹斯

里、拿督或局绅的尊称，层级一般的勋衔，受封者没有尊称，仅能在其姓名后面加上勋

衔的名称；使用同一个尊称的勋衔，也存在高低等级不同之别；即使取得不同层级的勋

衔、名衔、尊称或称谓，受封者通常还是不会放弃之前已取得的，因而产生勋衔与尊称

不断迭加排列的情形。这种现象，似隐示他们似乎比原乡中国社会更加重视社会身份的

追求。 

五、结语 

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英人控制沙巴地区，移居当地的华族，起初只能投入工商业

及农业的生产，缺乏参与政治的管道，没有富而仕的可能，直至 20 世纪初叶，才有官

派议员、太平局绅、甲必丹等尊称或头衔的获得，以作为其在华族社会中用以彰显社会

身分及地位的标记。1963 年沙巴成为马来西亚一个州属后，除传统的甲必丹等尊称仍

旧保留，又仿照马来半岛的作法，添设不同层级的勋衔，赋予地位较高者尊称，沙巴华

族领袖亦仿照西马华社的习惯，追求州元首封授的勋衔，甚至争取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颁

授的勋衔与尊称。时至今日，沙巴华族仍热中于在各社团中展现其各种社会身份，尤其

华族社团的领导人们，更是不厌其烦地在各社团出版的手册、特刊、名录等文献资料上，

一再刊载其各种勋衔与尊称，甚至印刷上其穿戴戎装，配挂勋章，盛装拍摄的相片，以

资纪念。许多人物的名片上，也会将其个人履历、社团职称，尤其各项勋衔与尊称等，

巨细靡遗地罗列出，藉以凸显其社会身分之重要性。 

沙巴华族社会追求勋衔，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心理满足，或许也是一种为自己作为社

会支配者或担当社团领导者的合理化过程，其意义也或许在于透过他者的肯定来证明自

己的能力与地位，其实也隐含着在沙巴华族社会的价值体系里，可以透过掌权者的封赐，

以及财富的创造，达成一种在地华族社会所认可的社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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